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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课程与教学论试题
课程代码:00467

摇 摇 1. 请考生按规定用笔将所有试题的答案涂、写在答题纸上。

摇 摇 2. 答题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考试课程名称、姓名、准考证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

填写在答题纸规定的位置上。

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 2B 铅笔把答题纸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

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30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3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备选项中只有一项

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选出。
1. 最早比较完整地确立课程研究领域的国家是

A. 英国 B. 日本 C. 澳大利亚 D. 美国

2. 被认为是科学化课程开发理论的集大成者的课程学者是

A. 泰勒 B. 泰罗 C. 查特斯 D. 博比特

3. 学术中心课程的基本特征有学术性、结构性和

A. 基础性 B. 全面性 C. 专门性 D. 权威性

4. 在施瓦布看来,“实践性课程冶的中心是

A. 教师 B. 学生 C. 教材 D. 环境

5. 提出“在儿童时期学习的东西中,还需要抛弃那些不适合于我们天然的兴趣的东西,而且要

把学习的范围限制于我们的本能促使我们去寻求的知识。冶这个观点的著作是

A. 《爱弥儿》 B. 《大教学论》 C. 《理想国》 D. 《普通教育学》
6. 赫尔巴特教学论认为教学的任务是培养

A. 专门化的学术知识 B. 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C. 多方面兴趣 D. 社会实践能力

7. 杜威倡导并实施的经验课程形态是

A. 知识学习 B. 练习作业 C. 主动作业 D. 课堂学习

8. 中学生在理解电压与电流的关系时,可以与自己认知结构中所熟悉的水位差与水流量的关

系作类比,从而便于自己理解。 这种学习属于

A. 经验学习 B. 并列结合学习 C. 上位学习 D. 下位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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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奥苏伯尔的成就动机理论中,学生为得到师长的认可和表扬而学习的动机是

A. 认知驱力 B. 行动驱力 C. 自我提高驱力 D. 附属驱力

10. 维果茨基认为,儿童的“实际发展水平冶与“潜在发展水平冶之间的这个区域是

A. 差异发展区 B. 发展加速期

C. 最近发展区 D. 自我平衡区

11. 具体体现在课程开发与教学设计中的教育价值的是

A. 课程与教学目标 B. 教育目标

C. 教育目的 D. 教育法则

12. 从课程与教学目标的基本取向来看,“通过使用铁丝与木头发展三维形式冶属于

A. 行为目标取向 B. 表现性目标取向

C. 生成性目标取向 D. 普遍性目标取向

13. 提出“教育目标分类学冶的心理学家是

A. 布卢姆 B. 布鲁纳 C. 加涅 D. 罗杰斯

14. 对学校课程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认识,存在三种典型观点,即“被动适应论冶、“主动适应论冶

和

A. “超越论冶 B. “平衡论冶 C. “选择论冶 D. “整合论冶

15. 关于“怎样选择学习者的经验作为课程内容冶的问题,以下说法错误
踿踿

的是

A. 学习者是课程的开发者

B. 学习者创造着生活经验

C. 学习者是知识与文化的创造者

D. 教师是课程内容选择的主体,课程内容选择应以教师的意见为前提

16. 教学方法可以总结为三种基本类型,即“自主型教学方法冶、“共同解决问题型教学方法冶和

A. “讨论型教学方法冶 B. “实践型教学方法冶

C. “提示型教学方法冶 D. “综合型教学方法冶

17. 通过语言而提示课程内容的教学方法是

A. 展示 B. 口述 C. 呈示 D. 示范

18. 课程的垂直组织有两个基本标准,即“连续性冶和

A. “逻辑性冶 B. “顺序性冶 C. “发展性冶 D. “复杂性冶

19. 在化学课程中,将实验仪器的使用方法和操作规程在化学实验中不断重复,以使之最终达

到熟练自如的程度,这体现了课程组织的

A. 顺序性 B. 复杂性 C. 整合性 D. 连续性

20. 最古老、使用范围最广的课程类型是

A. 学科课程 B. 活动课程 C. 经验课程 D. 综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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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下列关于隐性课程特点的说法,错误的
踿踿踿

是

A. 隐性课程的影响具有弥散性和普遍性

B. 隐性课程的影响具有持久性

C. 隐性课程的教育影响都是积极的

D. 隐性课程的内容可以是非学术性的

22. 课程变革被视为一种线性过程,这种观点反映的是课程实施的

A. 相互适应取向 B. 忠实取向

C. 课程创生取向 D. 实践取向

23. 课程实施的创生取向认为教师是

A. 课程的消费者 B. 课程的指导者

C. 课程的执行者 D. 课程的开发者

24. 认为教学设计是一种工程、一种技术,这种观点属于教学设计的

A. 忠实取向 B. 相互适应取向 C. 课程创生取向 D. 实践取向

25. 在课程开发或课程实施完成之后所施行的评价,是

A. 形成性评价 B. 总结性评价

C. 诊断性评价 D. 完善性评价

26. 评价在本质上是以测验或测量的方式,测定学生对知识的记忆状况或某项特质。 这种观点

属于

A. 第一代评价 B. 第二代评价

C. 第三代评价 D. 第四代评价

27. 与效果评价相比,内在评价更关注

A. 目标 B. 结果 C. 过程 D. 方法

28. 从本质上来说,支配目标取向评价的是

A. 工具理性 B. 实践理性

C. 解放理性 D. 逻辑理性

29. 建构主义教学观下的情境教学模式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情境中心、学习者中心和

A. 课程中心 B. 教材中心

C. 问题中心 D. 实践中心

30. 构成建构主义教学环境的基本要素有:意义建构、协作、会话和

A. 问题中心 B. 情境

C. 反思 D.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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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选择题部分

注意事项:

摇 摇 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将答案写在答题纸上,不能答在试题卷上。

二、简答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30 分。

31. 简述赞科夫“发展性教学冶的基本原则。

32. 简述“教育目标分类学冶的典型特征。

33. 简述学科课程的基本特征。

34. 简述建构主义教学观的三种模式。

35. 简述班级授课组织的基本特征。

三、论述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2 分,共 24 分。

36. 课程与教学目标有哪些基本来源? 请谈谈你对这些基本来源的理解。

37. 请结合实际从课程实施的影响因素尝试分析我国课程变革应当注意的问题。

四、材料分析题:本大题共 16 分。

38. 请阅读以下材料,并回答问题。

材料:以下是一份课程计划

一年级:学习小动物,如兔子或豚鼠的基本需求。

二年级:学习植物的基本需求。

三年级:开始学习与动植物有关的生态系统。

四年级:学习与人类有关的生态系统。

五年级:学习作为不同系统的动植物。

六年级:学习物理系统———作为一个系统的地球。

七年级:学习家庭实用化学。

八年级:学习城镇物理学。

九年级:学习生物学。

十年级:学习化学。

十一年级:学习物理学。

(1)请问上述课程计划反映的是哪种课程类型?

(2)请结合上述材料,分析此种课程类型的特征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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